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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青藏 高 原是近百年来我 国 气候变化最显著的地 区之一
，
具有气温增 高 、 降水量增加 、极端 气候条件

中异 常偏暖事件增 多 等特点 ，
使得岷江上游 出现伏早和春早加重 、 降水更加集 中 的 气候变化趋势 ，

加剧 了 农户

经济和社会的脆弱性 。 在农业商 品化经营带动精准扶贫和稳定脱贫的 背景 下 ，
松潘县政府提供 了 良种 、 技术支

持 ，补贴 、 购 买 了 商业保险 。 农户 则 采取 了 多样化 、 小批量种植的应对措施 ，
努力 适应 气候变化 。 此外 ，

由 于缺乏

中 期 气候预测 导致农户 的适应行为 受到影响的 问题 ｉｉ待改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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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６７４ ９２２７ （ ２０２０  ） ０ ３ ０００ １ ０７

＿

、青藏高原农户气候变化适应与反贫困 的关系

近百年来 ，
地球气候变化明显 ，

主要表现为气

温变化 、降水量变化 、极端气候变化 。 中 国年平均

地面气温变化存在显著上升趋势 。

“

在 １ ９ １ １
－２０ １ ０

年间 ，
全国地面气温线性上升 〇 ． ９ ８

°

Ｃ 

”

，

［伽 世纪

８０ 年代主要是冷季增温明显 ，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

夏季增温也有所加强 ，

“

从区域上看 ， 中 国大陆最

明显的增温发生在北方和青藏高原地区
”

。

［

２
］青藏

高原在 １ ９９４
－２００３ 年间气温升高 ０ ． ５

°

Ｃ 。

［

３
］随着气

温升高 ， 青藏高原的降水量在 １ ９９７
－２００３ 年间不

同程度增加 ，
极端气候条件中 ， 异常偏暖事件增

多，

对于气候变化与贫困的关系 ， 学术界的认识

完全一致 ， 即气候变化会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

加剧贫困 。 直接的影响来 自极端气候条件 ， 即气象

灾害的频次增加 ，会造成生产 、 生活活动无法顺利

进行 、 自然资源被破坏 、财产和基础设施遭到损毁

等后果 ，这不仅会造成当年贫困的发生 ， 而且会影

响灾后恢复 。 间接的影响来 自对经济发展和社会

发展的长期影响 。 哪关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

员会 （ ＩＰＣＣ
）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第二工作组 ， 在报

告中评估了气候变化对生计与贫困的影响 ， 指出

气候变化 、 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给城市和农

村的贫困人 口增添了额外的负担 ， 与气候变化相

关的风险增大 。 ２ １ 世纪
“

整个世纪 ，气候变化将减

缓经济增长 ， 进
一步威胁粮食安全 ， 使减贫更为困

难 ，贫困问题更加突出 。

”

［

７
］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岷

江上游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区域 ， 这已经对

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， 伏旱和春旱

发生 的频率和危害都愈发严重 ， 生态 和社会

的脆弱性增加 ，

［

８
］对农作物生长和农业生产形成了

威胁 。

面对无法抗拒的气候变化 ， 提高农村社区和

农户个人的适应能力 ， 是应对贫困的重要手段 。

１ ９９０ 年 ，

ＩＰＣ Ｃ 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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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Ａｄａ

ｐ
ｔａｔ ｉｏｎ

） 与 限制 （
Ｌ ｉ ｔ ｉ

ｇ
ａｔ ｉｏｎ

，

１ ９９５年修改为减

缓 Ｍ ｉ ｔ ｉ

ｇ
ａｔ ｔｏｎ

） 并列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两项基本策

略 。 在论及发展中 国家参与气候变化响应策略时 ，

指出最重要的是适应而不是限制活动 ，因为发展

中 国家的大部分人 口 主要依赖农牧业发展与贫困

抗争 。

进人 ２ １ 世纪后 ， 在 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

约 》的指导下 ， 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谈判议题从

初期单纯关注资金 、技术开发和转让机制 ，发展到

实施具体的适应计划和行动 。 ２００６ 年以来 ，
主要

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密集出 台 了一系列专门 的

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政策 ，
包括法律 、框架 、 战

略 、规划 、行动方案等 。

［

１ °
］我 国在 ２００７ 年发布 了

《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方案 》 ，

２００９ 年各地编制

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 ，林业 、海洋 、气象、工业等

部 门制定了行动规划与方案 。 然而 ， 总体来看
“

我

国气候变化适应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预

测 、 影响评估 、脆弱性和风险评估等技术支持
”

， 并

明确不同领域的责任单位 。

［

１ １
］其中 ， 如何提供气候

变化适应服务以提高贫困人 口收人 ， 则是更迫切

的要求 。

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极其复杂 ， 加之生计方

式差异很大 ， 气候变化对农户经济脆弱性和贫困

发生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 。 通过对这一区域农户

适应个案的研究 ， 制定差异化适应措施是精准扶

贫和防止返贫的重要手段 。

学术界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的研究 ，
主要关

注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 ，

［

１ ２
］ 农户气候变化适

应性行为决策 ，

［

１ ３
］ 大多将农户适应性行为决策定

义为
“

农户在气候变化风险下为实现家庭收益最

大化 目标 ， 在包括适应能力 的内部约束与包括气

候变化 、市场条件、农作物属性及村庄公共品供给

的外部约束下行为决策过程
”

，

［

１４
］指出家庭禀赋特

征 、

［

１

哈融资本和人力资本 、可持续生计等因素均

会影响农户 的适应能力 ， 提出农户一般用增加投

人 、转移投人 、金融信贷 、减少消费 、变卖资产 、多

元经营 、订单生产转移风险等方式进行适应 。

％

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大多为高山峡谷和高寒

平原地貌 ，
岷江上游的 四川省阿坝藏族弟族 自治

州松潘县是其典型地带 。 这里气候寒冷 ，
土地贫

瘠 ，
几乎没有灌溉条件 ， 种植业产出不丰 。 ２０ 世纪

８０ 年代以后 ， 在市场需求和科技服务的双重推动

下
，
松潘县出现了青笋种植业 。 到 ２０ １ ５ 年 ， 青笋的

种植面积 占 比较大 ， 集中种植的十里 回族乡 和川

主寺镇 ， 其收人 占到 当地种植业收人的 ７０％ 以

上 。

—
２０ １ ６ 年 ， 当地遭遇冰雹 、异常高温 、 干旱天

气 ， 青 笋种植者受 到 的影 响 极大 。 本文基于

２０ １ ５
－２０ １ ９ 五年 间对松潘县 的 田 野调查

， 围绕

２０ １ ６ 年极端气候条件对青笋种植农户影响 的情

况
， 讨论松潘县青笋种植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特

点 ，说明其对精准扶贫和稳定脱贫的影响 。

二
、松潘县的气候特点及其传统种植业

松潘县位于北纬 ３２
。

０６
＇

３ ３
。

０９
＇

， 东经

１ ０２
。

３ ８
＇

１ ０４
。

１ ５
＇

之间
，
地形地貌复杂 ， 沟谷

交错 、江河纵横 、气候多样 ， 作为邻近成都平原的

交通要冲 ， 被称作
“

川西门户
”

。 全县辖区面积

８ ３ ３ ９ 平方公里 。 县城南距成都 ３ ３ ５ 公里 。 对其重

要的地理位置 ， 民 国时期修纂的 《松潘县志 》在序

言中指出 ：

“

……松潘 左 连秦 陇
，

右达 川 边
，

上抵青 海
，

下

接茂威
，

顺流而 下径趋成都
，
有若建钮势使然也 。

［

１ ８
］

松潘地貌东西差

差ⴀ

其间�

ｉ
样
占 比 冲 ｉ�的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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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潘县气温变化图

４０

图 １１９７０
－

２０００ 年松潘县平均气温图 ３

１ 月２ 月３ 月４ 月５ 月６ 月７ 月８ 月９ 月 １０ 月 １ １ 月 １２ 月

■平均降水量 （毫米 ）
一＃水天数 （ 日 ）

图 ２ 松潘县 １９７０
－

２０００ 平均降水量②

河谷



“

繭＿走廊
”

巨粧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
ＱＩＮＧＨＡ Ｉ 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ＩＴ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

植春小麦和部分冬播小麦 、 红 白胡豆 、油采为王 ，

部分地区还小规模种植马铃薯、青稞 。 蔬菜种植在

自 留地里 ，
品种多 、规模小 ，

主要供农户 自 己食用 。

川 主寺镇农耕地分布在 ２９００ 米到 ３ ３００ 米之间 ，

是青稞主产区 ， 有部分早熟胡豆品种和马铃薯 ，
以

青稞 胡豆 、 马铃薯 胡豆 、 马铃薯 青稞轮种

为主 ，

一年一熟 。 《松潘县志 》在卷首
“

凡例
”

中总

结道 ：

“

松地 甚寒
，
每 岁 仅种 豆 麦

一 次
，

小 河 南 坪 稍

暖
，

可 以 艺 稻 。

， ’

［

１ ９
］

冬天寒冷漫长 ， 春秋两季短暂 ，
再加上高海

拔 ， 冬夏交替的气候特征决定了农作物的种植节

奏 。 每年春季播种之后 ，
田 间事务就相对轻松 ， 到

了８ 月 和 ９ 月 要趁着天气晴朗 ，
还未霜降就得抢

收 ， 而在 １ ０ 月 下旬到来年 ３ 月 上旬 ，
万物沉寂 ，农

户基本都赋闲在家 。 可见 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 ，气

候因素对生计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 ，
人们必须按照

气候的变化规律来安排生计 ，
对它反复无常带来

的灾难逆来顺受 。

三 、青笋种植的技术保障和市场导向

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，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 ，
松

潘县农户 明显感受到了气温升高 ， 十里 回族乡 和

川主寺镇的群众都认为 ，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

开始 ， 夏天越来越热 ， 蔬菜种植的 品种增加 ， 种植

时间也长了 。 其中 ，
地膜技术在作为经济作物的青

笋种植上的应用 ，
改变了 当地农户 的种植结构 。

由于地膜阻挡了垄体土热辐射与对流的热量

损失 ， 同时阻挡了垄体土壤水分的蒸发 ，使地膜覆

盖土壤的温度高于裸地土壤温度 ，
可以有效地调

节土壤温度 ， 并且防止大雨和暴雨浸淋 田地
， 减缓

土壤养分的流失 ， 提高了养分利用率 。 同时 ，
地膜

覆盖提高了土壤温度 ，
改善了 土壤水分状况 ， 有利

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 ， 加速了养分的分解 ，使养分

提前释放 。 地膜对光谱有反射性能 ，
可以增加 日

照 。地膜覆盖也能有效抑制杂草的生长 。在晴天强

光时 ，
地表土温和膜下空隙气温迅速升高 ，从而减

轻部分病虫危害 。 松潘县昼夜温差大 、 土地积温较

低 、降水时间集中等对种植业影响较大的问题 ，
通

过地膜使用都可以得到缓解 。 这一技术得到了松

潘县菜农的青睐 。 十里 回族乡 高屯村种植青笋的

大户老袁十分 自豪地向笔者介绍道 ：

我们村 用 地膜是我先 开 始 的
，

还是试验的 莴

勞 （ 青 勞 ） ，
其 他还有 白 菜 、 海椒 。 那 时候 大概在

１ ９ ８ ３ 年
，
我还 自 己做个 大棚

，

结 果被风吹翻 了
，

后

面 就 开 始 用 地膜
，
成 功 后 就 一 直种 莴 勞 （ 青 勞 ） 到

现在 。

老袁当时是村干部 ， 家里没有多余的劳动力

可以 出去挖贝母
， 为了拓宽增收渠道 ， 就在村上 自

发地进行了试验 ，

一直都只是小规模种植 。其他农户

也有种植 ，但大多数农作物为农户 自 己食用 。

到 ２０００ 年前后 ，
松潘县政府在镇坪乡 、 进安

乡 、 川主寺镇等地选点试验青齊全生育期地膜栽

培技术成功 ， 采用育苗移栽 、 人工打孔直播等技

术 ，
根据消费市场 成都平原正处于高温期 ，

正

是蔬菜缺乏的时期 ，
逐步将青齊收获时间确定为

６ 月 中下旬到 ９ 月 上旬这个时间段 。 ２００ １
－２００２

年 ， 筛选出种都 ３ 号 、种都 ５ 号两个品种 ，

２００３ 年

全县推广种植 ４５ ８ ． ７ 公顷 ， 到 ２００５ 年推广到接近

７４０ 公顷 。 由于市场营销定位于
“

原生态有机反季

节蔬菜
”

， 青齊行销成都市场 ，
经济效益 良好 ， 各地

也进一步扩大了种植面积 。 海拔 ３０００ 米左右的川

主寺镇元坝村民告诉笔者 ：

当 时根本 想 不 到 这 里 还 能 种 莴 笋 （ 青 笋 ） 。

２００３ 年有 外地 的人来 包 地种
，
我 们 才 发现这里 的

气候是可 以 种 的
，

２００４ 年就有人 尝 试
，

但是没有

经验与 技术
，

收成 不 好 。 好在 ２００５ 年政府就有 专

门 的技术人 员 来指 导
，

还给每 家每 户 发 了 免 费 的

薄膜和种子 ，

大 家都 开 始 尝 试 了 。

２００９ 年 ，
老袁家的儿子结婚 ， 家中 的劳动力

增加了 ， 加上政府大力推广 ，
老袁把 自 家 ２０ 亩土

地都种上了青笋 ， 当年的毛利就达到了１ ６ 万元左

右 。 ２０ １ ０ 年十里 回族乡 高屯村全村人都开始种

植
， 到 ２０ １ ５ 年 ，

不仅高屯村周边的地种满了 ，
还有

很多人到邻近的川 主寺镇租地种植 。 ２０ １ ５ 年 ， 十

里 回族乡 地膜蔬菜播种面积约 ５００ 亩 ，

２０ １ ６ 年就

达到 了９９０ ． ７５ 亩 ， 川 主寺镇这两年的青齊种植面

积也都在 １ ０００ 亩左右 。

四 、极端气候条件 、保险和市场竞争的影响

青齊作为经济作物 ， 在没有灌溉条件的地区 ，

收益基本上依赖于气候条件 。 青笋种植户最害怕

遇见的就是冰雹、高温和干旱天气 ，但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，

这几种气象灾害都在十里 回族乡 和川主寺镇出现

了 。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，
正是青齊生长枝干的时节 ， 十里

回族乡 连续发生了 ４ 次冰雹灾害 ， 川主寺镇连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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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了５ 次 ， 大部分的青齊都被打去了枝叶 ， 打

歪 、 打倒的也不计其数 。 眼看上市的时间就快到

了
， 种植户们只有祈祷好天气尽快来到 ，

一是让受

伤不重的青笋尽快恢复生长 ，

二是抓紧时间对受

伤严重的青笋进行清理后重新补栽 。

十里 回族乡 高屯村的小郭不仅种 了 自 家的

２０ 亩地 ，
还在相邻的大屯村租了２０ 亩地 ， 都种了

青笋 。 ２０ １ ５ 年他赚了十多万 ，本想着 ２０ １ ６ 年再多

赚一点 ， 但这场雹灾让扩大种植面积的他一下子

傻了眼 。

“

我 不 仅把之前 的 利 润搭 了 进去
，

还贷 了

款 。

”

此时 ， 受灾的群众迫切希望
“

莴笋 （青笋 ）保

险
”

能够帮助减轻损失 。 这一专项保险是松潘县政

府为了降低种植户风险 ， 在全县范围 内推广的一

项政策 ， 采取农户 自愿的原则购买商业保险 。 保费

由政府出 ７０％
，农户 出 ３０％ 。 这样 ，农户每亩地只

需要缴纳 １ ８






